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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张其昀先生认为：“东南
文化，不在苏杭，不在京镇，在无锡之梅
里。”这里的东南文化，是指泰伯、仲雍两
兄弟缔造的吴文化，也称江南文化。作为
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吴文化，在
3200多年的世代传承中，成为吴氏族人最
珍贵和引以为豪的传家宝。

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吴姓委员会
会长吴天玺表示，吴文化源远流长，它不
再是狭义的吴氏文化，或者吴国文化。它
随着人口迁徙和其他地域文化交相融合，
兼收并蓄周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乃至
海外文化，可谓历朝历代人才辈出；它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让经济与文化相映生辉。

每年的吴文化节，全世界吴氏宗亲都
会来到无锡，如今国内外吴氏宗亲后裔大约
500万人，遍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吴文化
辉煌灿烂，许多优秀的文化成果在各自的领

域独领风骚，研究吴文化，弘扬吴文化，传承
吴文化，更是吴氏后人的职责与使命。

吴天玺介绍，吴姓后人中人才辈出，
战国著名政治军事家吴起，秦末农民起义
领袖吴广，唐代著名画家、“画圣”吴道子，
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明
末清初大将吴三桂，以小说《儒林外史》而
著称的杰出讽刺作家吴敬梓，清代著名的
篆刻家、书画家吴昌硕等，都是吴姓杰出
的代表。其中，还有连孔子都十分敬仰、
被称为“儒家先驱”的吴季子。

“吴姓是‘百家姓’中的一个，众多的
姓氏组成了我们的姓氏文化，希望《龙族
的后裔》能为海内外华人搭建起一座座桥
梁和纽带，把我们的精神凝聚到中华传统
文化之中。”面对各界的好评和祝福，张清
表示：“《龙族的后裔》愿意为更多的人建
造精神的家园，照亮前进的路!”

两岸戏曲名家云集
“两岸一家亲”文化交流
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崔迎 文/图）昨
日上午，由河南李树建戏曲艺术中
心和郑州商学院联合主办的“两
岸一家亲”文化交流研讨会在郑
东新区举行。李树建、王海玲、虎
美玲、付梅、刘粉霞、李艳玲、孙敬
朋等两岸艺术家，同台表演了精
彩的戏曲经典曲目《大登殿》《小
包公》《抬花轿》等选段，用豫剧诠
释了台湾与河南两地传统文化不
可分割的情缘。

河南是豫剧的故乡，台湾豫剧
根在河南，两岸两地一家亲。原台
湾豫剧团团长韦国泰、高雄河南同
乡理事长张明诚、台湾豫剧皇后王
海玲、台湾奇巧剧团行政总监陈璟
慧等来自宝岛台湾的艺术家，为了
牵肠挂肚的故乡情齐聚绿城郑州，
与河南本土艺术家、文艺评论家切
磋技艺，交流心得，为 2019年河南
豫剧名家走进台湾演出共同出谋
划策。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
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著名豫剧
表演艺术家李树建 1999年以来前
后 11次赴台进行海峡两岸文化交
流活动，为海峡两岸以戏剧为主
的文化交流工作特别是台湾青年
戏剧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
献。李树建说，文化搭台、经贸唱
戏，戏曲一直是海峡两岸交流互
动的主要方式。在两岸交流合作
日益频繁的大背景下，文化唱主
角同样能赢得一片叫好声，两岸
民间文化交流将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发挥重要的功能。多年来，河
南和台湾以戏曲为纽带的多元文
化交流为密切同胞感情做出了重
要贡献。

据悉，为使河南与台湾的文化
交流再上新台阶，河南李树建戏曲
艺术中心 2019年 5月份将再次赴
台开展系列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届时，将以戏曲艺术为主线，穿插
戏曲、少林武术、太极拳、杂技等中
原传统文化表演和剪纸、汴绣、泥
泥狗等展览活动，让台湾同胞更加
了解中原文化，让两岸民间交往越
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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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族的后裔》播出时间：
■1月6日~4月14日

河南卫视每周日21：00
星光剧场播出两集

■3月25日~4月8日
郑州电视台一套每日20：05
黄金剧场两集连播

溯“吴”得姓故事 弘传先祖精神
舍小我为大家，孔子“点赞”吴泰伯大义让贤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矣，三以
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令孔子
心生感佩说出这段话的“泰伯”，正
是流芳千古、备受世代敬仰的吴姓
得姓始祖“吴泰伯”。1月20日晚9
时，讲述吴泰伯得姓故事的《龙族的
后裔》第五、第六集在河南卫视如期
播出，引起了吴姓后人和姓氏文化
爱好者的关注。

作为中华百家姓之一的吴姓有
着什么样的文化、吴姓后人创造出了
什么样的成就？在当今社会，吴姓有
着什么样的姓氏文化精神和家风传
承？记者连日来进行了相关采访。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左丽慧

追溯起源致敬先贤引领后世
“《龙族的后裔》开播以来，每周日我都

准时收看，这次看了吴姓得姓始祖的故事，
内心受到了震撼。”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
顾问林坚表示，吴姓起源故事不仅是追溯
吴姓起源、弘扬先祖精神的作品，也在当下
社会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如果全社会
人人都能舍小我为大家，中国的未来一定
会更加繁荣昌盛。

在《龙族的后裔》中，黄帝后裔、周部落
首领周太王姬亶有三子：长子泰伯、次子仲
雍和三子季历，周文王姬昌正是季历的儿
子。姬亶看出姬昌有帝王之才，但囿于礼法
只能将王位传给泰伯。“长子泰伯看在眼里，
和二弟仲雍商量让出王位。周太王逝世后，
季历和儿子姬昌多次找到泰伯和仲雍，希望
他们重新回部落继承王位，但兄弟二人为躲
避季历父子，从陕西出发一路南下……”泰
伯和仲雍的至德精神一直影响后世，吴氏
宗族的三大堂号“至德堂”“三让堂”“延陵
堂”，前两大堂号就是为了纪念始祖泰伯。

吴泰伯的精神也直接影响着吴姓后
人：公元前561年，十九世孙吴季札的父亲
吴王病重，想将王位传给季札，但这样并不
合祖制。深知父王与兄长心意的季札却坚
决不继承王位，甚至舍弃王室生活，逃出宫
外，避到了古延陵，在幕后辅助吴国。

泰伯、仲雍以及季札的“前三让后三
让”行为乃至德表率，所以季札被称为“至
德第三人”，史称“延陵季子”。至今，镇江
丹阳九里村还存有季子庙，主殿前方的十
字碑亭作为“镇庙之宝”，碑上有 10个大篆
相传是孔子留下的唯一墨宝。

从小受家庭影响关注姓氏文化的吴晓
延老家河南固始，对吴姓起源、吴姓文化更
是十分留意，得知《龙族的后裔》拍摄，一直
关注进展。“去年偶然遇到一个吴姓同行，
闲聊中发现祖上三辈辈分字都一样，回到
家问长辈，才知道是同一支吴姓的后人。”
吴晓延说，这样的事让她觉得神奇又深感
姓氏文化的博大精深，《龙族的后裔》播出，
更是满足了无数人寻找共同祖先的愿望，
“知道了先祖们的精神品格，更警醒自己为
人处世不要给祖上丢人，要继续保持祖训
并传承教育好我的后代！”

演员王千友作为泰伯的扮演者，连称
自己“很幸运”来演绎吴姓的得姓始祖故
事。王千友告诉记者，之前接到张清导演
的邀请时，他还很奇怪为什么会选择他出
演“吴泰伯”，“原来，张导偶然看到了我以
前拍的吴氏先祖的一部电影《抗倭英雄吴
时来》，能有两次饰演吴姓先祖的机会，真
的和这个姓氏很有缘”。

电视剧拍摄过程中，王千友也一次次
被吴泰伯为了国家和后世发展所付出的
努力、牺牲深深打动，这种精神也感染了
所有参与拍摄的演职人员。“剧组中上至
80岁的许环山老师，下至 10来岁的小演
员，都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不畏艰险地工
作着。我记得当时有一场拍摄小演员溺
水的戏，为了真实还原当时的场景，演员
们都在河道里拍摄。当时正值汛期，河道
里水流湍急，全组几十人筑起了一道人墙
保证小演员和我的生命安全，那种工作精

神和凝聚力让人感叹!”王千友回忆，拍摄
时正值雨季，瓢泼大雨中有很多他们骑马
在树林中狂奔的镜头，道路泥泞，他坠马
两次，当时全不在意，回头看样片才惊出
一身冷汗。

在拍摄中，王千友坚持“真诚、真切、
真实”来塑造“吴泰伯”，“我相信中华民族
就是依靠着这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
精神，屹立于世界民族之巅，使得中华文
明成为世界现今唯一传承有序的文明”。
王千友祝福《龙族的后裔》收视长虹，影响
更多的人。

国家一级演员吴京安因为档期缘故
没能参加《龙族的后裔》拍摄，他对《龙族
的后裔》主创团队及其呈现的作品赞不绝
口：“这样的作品比当下很多无病呻吟、无
关痛痒的电视剧有意义得多！梅里的泰
伯庙我也去过，对吴姓的起源和发展，我
也一直在学习中!”

感念先祖精神做优秀龙族传人

吴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月27日晚9点，河南卫视星光剧场还将播出《龙族的后裔》第七、八集，讲述熊
姓得姓始祖的故事，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